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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是非问句相关研究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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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C要!是非问句是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一个重要类型#相关的研究已经涌现出大量优秀的

成果&但从目前来看#专门针对是非问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#而且不够系统和深入% 本文主要

从是非问句特征及分类标准$疑问程度$构成要素等几个方面出发#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

行详尽的综述和整理#以期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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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%引言

汉语的疑问句在自身结构和语义功能等方面

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句类的特点"因此一直是学者

们研究的焦点之一! 吕叔湘.#FO!/在%中国文法

要略&一书中用专门的一章来探讨疑问句的特

点"并按照疑问语气的不同将疑问句分为特指问

句和是非问句两大类! 他提出了一系列很有研究

价值的课题"包括疑问点#疑问程度#疑与问的区

别与联系#形式和功能的错综变化等"奠定了现代

汉语疑问句研究的基础! 目前"关于疑问句的研

究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"例如疑问

句的分类#疑问语气词的研究#疑问点与答问的研

究#疑问程度的研究#疑问句内部类型的研究等!

是非问句作为疑问句中至关重要的一类"从

派生关系#交际功能#结构特征以及答句选项等角

度来讲"都与其他疑问句类型存在着紧密的联系

.邵敬敏"#FF$/! 因此"很多研究疑问句的专著

和论文也对是非问句进行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探

讨"但从著作方面来看"与是非问句相关的研究一

般散见于研究疑问句或者语气系统著作的章节之

中"具有针对性的专著罕有出现2从学术论文方面

来看"对是非问句的研究虽然几乎涵盖了各个方

面"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空白之处"

有进一步归纳和总结的必要!

二%是非问句的特征及分类标准

一般认为"具有疑问语调表示提问的句子叫

疑问句"根据其结构形式特点和语义情况"分为是

非问句#特指问句#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四个大类

.黄伯荣#廖序东"#FFI/! 是非问句的主要特征

是句末的疑问语调和疑问语气词(吗+ (吧+等的

使用"另外就是可以用(是+或者(否+来回答! 综

合这两点来考虑"就能够把是非问句与其他几类

疑问句区分开来! 据此产生的是非问句内部的分

类标准"其主要依据是句末采用不同的疑问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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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词!

刘月华.#F%%/指出'是非问句有两种"一种

是用语气词(吗+(吧+"并由这两个语气词负载疑

问信息"这类问句的句末语调通常是高扬的"但也

可以是平的甚至是降调的"即在这种问句中"疑问

信息不由语调负载2另一种是非问句没有疑问语

气词"这种疑问句的语调必须是高扬的"即由高扬

的疑问语调负载疑问信息"故可称之为(语调是

非问句+! 后者又可以根据其性质和作用分为两

小类'一类是重复性问句"也有学者.王志"#FF"/

称之为(回声问+"由重复对方刚刚说过的话形

成2一类叫作(接引性问句+"由上文#语境引起

的"并不重复什么!

刘月华对是非问句的分类代表了大多数学者

的观点"但也有人尝试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分类研

究! 例如范继淹.#F%!/把是非问句看成是选择

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"认为是非问句中动词的各

种体范畴和谓语结构对是非问句有不同的约束

力"使句法形式有不同的增减变化"因此把是非问

句划分为单纯动词句#助动短语句#动结短语句和

动趋短语句四类2也有学者.孙婧"!""$/把谓语

结构是否包含否定词(不+(没+等作为划分标准"

认为否定形式的是非问句具有特殊的结构形式和

语用价值"并专门对其进行研究!

另外"一部分反问句可以采用是非问句的结

构形式"而实际上并不要求回答"可以说是一种

(假性问句+"这种问句只是用问句的形式来表示

肯定或否定"从而显示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! 但

从广义来说"答话人也可以对这类反问句中包含

的命题进行真值或假值的逻辑判断"并用肯定或

者否定作出回答! 因此"这类反问句也归入本文

的述评范围!

三%是非问句的内部类型考察

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"按照句末语气词的

不同对是非问句进行分类"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

(吗+字和(吧+字两类"而对以其他语气词结尾的

和无结尾语气词的是非问句等的研究则相对欠

缺2对各类是非问句的单独研究较多"而对它们相

互关系的研究较少!

(吗+字和(吧+字是非问句在各类是非问句

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"因此疑问句方面的著作

通常以此为例来探讨问题! 如邵敬敏.#FF$/不

仅从宏观的角度对疑问句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

综述和总结"也对各种类型的疑问句进行了详尽

的分析"其中有专门的一章探讨了(吧+字是非问

句的基本作用和疑问程度2李宇明和唐志东

.#FF#/专门讨论了汉族儿童(吗+字和(吧+字是

非问句的发展特点"他们的着眼点就是这两类是

非问句的疑问程度及其肯定否定形式的习得

顺序!

针对性地探讨某类是非问句的论文则主要集

中在(吗+字是非问句上"如黄国营.#F%$/#刘月

华.#F%I/#张伯江 .#FFF/#郭锐 .!""" /#赵果

.!""&/和郭婷婷.!""K/等"他们的研究覆盖了

(吗+字是非问句的性质特点#疑问程度#回答方

式#习得等各方面"在各类是非问句研究中最为成

熟和深入!

相比而言"对其他几类是非问句的研究成果

并不多见! 主要原因是除了(吗+以外"其他语气

词.如(吧+ (啊+/的功能往往并不单一"与问句

的结合也不够紧密"因此通常把这些语气词作为

个体而不是作为问句的组成部分进行考察! 其

中"对以其他语气词结尾的是非问句进行研究的

论文'张小峰.!""I/从语用的角度对(吧+字是非

问句话语功能的探讨"尹世超.#FFF/对(哈+字是

非问句疑问程度的考察2对句末无语气词的是非

问句进行研究的论文'刘月华.#F%%/对语调是非

问句类型和表达功能的探讨"王志.#FF"/对回声

问特点和功能进行的分析!

四%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

疑问程度受到疑问句式#上下文语境#说话人

意图#句中语气词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"并最终

决定整个疑问句交际功能的发挥"因此对是非问

句疑问程度的研究涉及疑问句的交际功能#疑问

句的分类#疑问语气词#疑问点和答句的研究等各

个方面"是一个十分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

的课题!

吕叔湘.#FO!/将疑问句分为询问#反诘和揣

度三个小类"其分类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疑问程度

的高低! 赵元任.#FIF/在%汉语口语语法&中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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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()吗*字是非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

少的怀疑"也就是可能性在 K"k以下+! 其后的

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不同的疑问句式具有不同的

疑问程度"并尝试将其量化以探索其中的规律!

刘月华.#F%I/认为(吗+字是非问句的询问

意义有三种情况"问话人在发问之前是否具有倾

向性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疑问程度的高

低'第一"问话人预先有倾向性的答案"问话人的

目的是为了从对方得到答案2第二"答案对问话人

并不重要"或问话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答案"而是

另有目的2第三"问话人预先没有倾向性的答案"

问话的目的是为了从对方得到答案! 郭婷婷

.!""K/按照(吗+问句的功能类型和疑问程度将

其分为询问求知句#测度求证句和反诘质疑句三

大类! 张伯江.#FFI/则从动态和语用的角度出

发"认为(吗+字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是存在高低

差别的! 由于(吗+字是非问句经常用于反问"而

且句中经常含有肯定或否定倾向的词语"即使字

面上是中性的问句"也经常出现在非中性的语境

里! 这三种情况加在一起使具有怀疑倾向的

(吗+字句比例大大增加了!

徐杰#张林林.#F%K/对疑问程度的量化进行

了尝试"按疑问程度把疑问句分为 #""k#%"k#

$"k和 O"k四个等级"主要考察了疑问句类型和

疑问程度之间的关系! 他们指出"(吗+字是非问

句.例如(你吃面吗$+/的疑问程度为 %"k"而

(吧+字是非问句.例如(你吃的面吧$+/的疑问

程度为 O"k! 虽然该文对疑问程度参数的决定

带有一定的随意性"而且较少考虑语境对疑问程

度的制约作用"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(吗+

字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是高于(吧+字是非问句

的! 黄国营.#F%$/认为疑问句的疑问程度取决

于问话人在潜知中对命题真假所作判断的认定程

度"并依据这种预先的认定程度将(吗+字句的疑

问程度细化为五个级别"使之形成了一个以( ?

吗
#G!

+.下标代表句子的疑问程度/为中线的对称

系统"并指出 ?吗
#G!

疑问程度最高"可以用作始发

句"与其他四类形成对立! 李宇明和唐志东

.#FF#/按照疑问程度的高低把疑问句分为高疑

问句.疑问值记为 #/#无疑问句.疑问值记为 "/

和低疑问句.疑问值在 " 和 # 之间/三类"并认为

低疑问程度内部也有疑问程度的高低之别! 以

(吗+字是非问句为例"使用高疑问句目的是为了

获取有关问话内容的信息"使用低疑问句是为了

补足或证实有关问话内容的信息"使用无疑问句

可以表达不满或者责怪的情绪! 郭锐.!"""/把

(吗+问句的确信度.即说话人对问句的命题部分

相信为真的程度/分为 " 到 # 之间的五个级别'全

确信度#高确信度#中确信度#低确信度和零确信

度"并探讨了(吗+问句疑问程度和回答方式之间

的关联!

反问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疑问句类型! 使用

是非问句结构的反问句"句法结构与一般的是非

问句大同小异"但一般来讲其疑问程度比较低!

吕叔湘.#FK&/指出"(反诘.反问/实在是一种否

定的方式"反诘句中没有否定词"这句话的用意就

在否定2反诘句里有否定词"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

定!+很多学者也更进一步地挖掘反问句的疑问

程度和语用功能! 例如邵敬敏.#FF$/将反问句

的疑问程度分为三个等级'表责备或反驳的强级#

表催促和提醒的中级#表困惑和申辩的弱级! 郭

继懋.#FFF/探讨了反问句与陈述句#疑问句的区

别"他指出陈述句的功能主要是告诉别人事情2反

问句的功能主要是和别人讲理"其最终目的是说

明一个行为是不对的"故疑问程度比较低2而疑问

句的目的在于索要回答"故疑问程度一般高于反

问句!

有些学者已经尝试着为各类疑问句式的疑问

程度高低进行量化和排序"例如邵敬敏.#FF$/指

出'正反问中信疑各占一半"疑问程度居中2特指

问对所询问的对象完全不知"疑问程度最强2反诘

句的答案就在问句之中"因此疑问程度是最低的2

(吗+字是非问句信 #GO 疑 &GO2(吧+字是非问句

信 &GO 疑 #GO! 尹世超.#FFF/认为各类是非问句

按照疑问程度由高至低的顺序应该是(纯语调是

非问句+

+

(吗+字是非问句
!

(吧+字是非问句
!

(哈+字是非问句!

五%是非问句的构成要素

胡明扬.#FF&/指出"一个句子的语气意义事

实上并不是单纯由语气词决定的"而是由句子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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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其他表示语气的语词"如语气副词#句式#语调

等因素共同决定的"所以"即使不使用语气词"也

还是有语气意义的! 可见"是非问句疑问语气的

传达和疑问程度的高低是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

的"这些因素同时也是是非问句的构成要素!

邵敬敏.#FF$/曾对影响疑问句疑问程度的

因素进行过总结"他认为对疑问程度起决定作用

的是疑问句的类型"其次是疑问语气词"句中的某

些副词#助动词以及上下文语境等对疑问程度都

会有所影响"但这种影响是有一定限制的"只能起

到(微调+的作用! 孙汝建.#FFF/认为"句子语气

的表达手段是多种多样的"他对影响句子语气的

各种因素做了非常具体的概括"并进行了层级上

的划分! 其中(句外手段+主要是指语境2(句内

手段+则包括词类手段和句子手段两大类"具体

又细分为虚词.如语气词和语气副词等/#实词

.动词和代词等/#句类.如语调/#句型.单句和复

句/#句式等!

李宇明.#FFI/曾从疑问句内部结构和构成

要素方面来探讨影响(吗+字是非问句疑问程度

的因素! 他把疑问句中能单独负载疑问信息的语

言成分.包括语音成分/称为疑问标记! 有时我

们可以在一个疑问句中使用两个或者三个疑问标

记来传递一个疑问点.问元/的疑问信息"如语气

副词(难道+和语气助词(吗+"这种重复使用会造

成疑问标记的作用相互冲突"导致有些疑问标记

的功能慢慢衰变! 这样的疑问标记不能负载疑问

信息"或不能很好地负载它应该负载的疑问信息"

例如(吗+由于较多地出现在疑问程度比较低的

句子里"它表示单纯询问的功能正在逐渐退化!

徐盛桓.#FFF/也认为"影响疑问句运用和疑

问程度的最重要的语用因素是发问人对疑问句涉

及的事态的知识状况"这一状况对疑问句的语法#

语义#语用都有影响! 从语法上说"这一状况渗透

在结构里"凝固为不同的发问句式"传递不同的发

问强度2从语义上说"这一状况反映为语义意向

里"使疑问句或表示发问人的疑惑"或按时发问人

的判断2从语用上说"这一状况转化为发问人的交

际意图"使疑问句或用于探询"或用于陈述"或用

于指令!

齐沪扬.!""!/把影响语气的所有因素看成

一个系统"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要素'即语调#

句式变化.如肯定否定的重叠形式/#语气词.如

(吗+(吧+等/和其他语气成分! 这些因素作用的

合力最终反映了整个疑问句的疑问程度以及问话

人的意图.如询问#反诘#表达情感等/!

关于使用是非问句结构的反问句"也有学者

对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! 如于根元.#F%O/曾具

体分析了反问句(否定+程度轻重的条件"指出否

定的对象#言外之意#表情态度#反问者的(身份+

以及双方的关系等语境语用条件都是有影响的!

我们认为这种对(否定+程度的考察也是对其疑

问程度的间接研究"因为问句中的(信+和(疑+是

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2许光皓.#F%K/研究影

响反问句的语义因素"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

素为语言环境#副词(不是+和(还+#语句重音的

转移!

我们认为"上述的总结和划分虽然是围绕着

语气系统或者整个疑问句体系展开的"并很少有

直接针对是非问句的论述"但是对我们探讨是非

问句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!

是非问句内部形式错综复杂"其构成要素的作用

范围也是有大有小的'首先"句末语气词的作用范

围是整个句子"因此可以说是影响是非问句疑问

程度的首要因素2其次"助动词#语气副词#否定词

等因素对是非问句疑问程度的影响一般是局部性

的2再者"重音位置反映了整个句子的焦点所在"

焦点的不同也能够对全句的疑问程度产生影响!

"一$语气词

#*任何句子都离不开一定的语气"而语气词

又是表达语气的重要手段之一"因此在对疑问句

构成要素的研究成果中"对疑问语气词的研究是

其中的一个热点! 例如陈妹金.#FFK/对北京话

疑问语气词的分布#功能及成因进行了探讨2徐晶

凝.#FF%/主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疑问语

气词的意义进行了归纳总结2储诚志.#FFO/以

(啊+为例对语气词的语气意义进行了考察等等!

但是由于汉语中语气词的意义比较虚灵"而

且具有很强的附着性"其意义的确定总是受到句

内其他语气成分的干扰"因此以前对语气词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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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! 马真.!""O/就曾指出"

(我们在研究#分析#把握虚词的语法意义时"就

要特别小心别将虚词所在格式的语法意义归到那

个虚词的身上!+胡明扬.#FF&/也认为"一个句子

的语气意义事实上并不是单纯由语气词决定的"

而是由句子中的其他表示语气的语词"如语气副

词以及句式"还有语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"所以"

即使不使用语气词"也还是有语气意义的! 汉语

疑问句疑问语气的传达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"而

关于如何确定语气助词的语气义"目前语言学界

比较一致的看法是'遵循(孤立法+原则"即(尽可

能排除句子中其他语词和语调对语气助词意义的

干扰+"(把语气助词自身的意义跟篇章位置赋予

一个语段的意义区分开来+.方梅"#FFO/!

目前"不同的学者对汉语中疑问语气助词的

数量存在争议"如张伯江.#FFI/认为现代汉语中

的疑问语气助词有四个'(吗+(呢+(吧+(啊+2朱

德熙.#F%!/则认为疑问语气助词有三个'(吗+

(呢+(吧+2陆俭明.#F%O/通过比较带语气助词和

不带语气助词的句式以及带升调和不带升调的句

式"确定汉语的疑问语气助词为(吗+(呢+和半个

(吧+! 可见"(吗+ (吧+以及其他的一部分语气

词能够出现在是非问句之中"但它们是否能够负

载疑问信息目前尚无定论!

黄国营.#F%$/认为(吗+字就是正反问句末

表示(反+ .(否定+的那部分/虚化而来的"即现

代汉语的是非问句是由正反问句发展而来的"语

气词(吗+是由否定副词(不+虚化而来的! 吕叔

湘.#FK&/认为(吧+表示(测度和拟议的语气"表

示将信将疑"可算是介乎直陈和询问二者之间+2

胡明扬.#F%#/也指出"(吧+的作用在于(赋予说

话内容以不肯定的口气+"(它可以用在各类句式

后面+!

!*一般认为语气词(啊+的主要作用是表达

舒缓随便的语气.储诚志"#FFO2徐晶凝"#FF%/"

它可以用于陈述句#祈使句#疑问句和感叹句的末

尾! 而用于是非问句时"往往带有进一步求得证

实的语气! 处于是非问句末尾的(啊+一般可以

去掉"但全句的语气就会变得更直接#更强硬一

些"发问人确信的语气更为明显"疑问程度也因此

略微降低!

(呀+和 (哇+是语气词 (啊+的语音变体!

(啊+和(呀+之间可以自由互换"但也有人认为

(呀+的语气似乎稍微重些.胡明扬"#F%#/2(哇+

是(啊+与前一音节, N(-连读造成的语音变体"

因此只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出现!

(啦+则可以看作是时态助词(了+与语气词

(啊+叠用产生的连读现象2同样"(哪.呐/+也可

以看成是(呢+和(啊+的连读2有时(哪+是(啊+

与前一音节, N)-的连读!

&*(哈+字是非问句是比较特殊的一类! 尹

世超.#FFF/曾对其进行研究并指出"(哈+经常用

于语气最为委婉和缓的是非问句句末"全句表示

征求对方的同意"大体相当于(确实是吧+的意

思"因此该类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相对更低!

"二$谓语修饰性成分

主要包括否定副词#语气副词#助动词等! 如

段业辉.#FFK/曾探讨过语气副词的性质及其在

疑问句中发挥的作用! 他指出"语气副词的出现

改变了疑问句的性质"使其主要功能由询问转移

为表达问话人的想法和情绪"如不满#怀疑或责问

等! 这种带有语气副词的(吗+字是非问句的疑

问程度是极低的"问话人的目的不在询问"因此也

不期待对方的回答! 如果我们把句中的语气副词

删除"其感情色彩被大大削弱! 侯玲文.!""!/则

对是非问句中的否定副词进行了研究"她认为句

中含有否定副词(不.是/+(没.有/+的(吗+字是

非问句可以理解为问话人先说出一个否定的陈述

句"但怀疑这个命题的真实性"就加上一个疑问语

气词(吗+来表示怀疑和询问!

邵敬敏.#FF$/曾指出"(吧+字是非问句经常

使用一些表示猜测#揣度#不肯定语气的词语"如

(大概+(也许+(恐怕+(可能+(好像+等等! 我们

通过研究发现"是非问句的谓语中也可以出现时

间副词.(才+ (就+ (已经+ (马上+ (在+ (正在+

等/#范围副词.(全+ (都+ (就+等/#频率副词

.(还+(在+(也+(又+等/#情态副词.(认真+(渐

渐+(亲自+ (这样+ (那样+等/#助动词.(应该+

(能+(能够+(可以+等/以及其他修饰性成分.介

宾短语做状语等/"而且这些成分也可以同时在

"!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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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中叠用"目前对这些修饰性成分的研究仍显得

较为零散!

"三$重音位置

一个句子的重音位置往往反映了全句的焦点

所在"焦点是全句的语义重心"是体现句子最主要

信息的部分"学者通常把焦点分为常规焦点和对

比焦点两类.郭锐"!"""2方梅"#FFK/! 常规焦点

是句子本身固有的焦点"而对比焦点则取决于问

话人所想要比对的部分!

当是非问句中出现谓语修饰性成分的时候"

这些修饰性成分往往成为句子的常规焦点"因此

也是重音位置所在! 这些重读的成分是问话人强

调的部分"也反映出问话人对情况有所了解"因此

该类问句的疑问程度通常要比去掉副词后的句子

低一些! 当句中没有这些修饰性成分的时候"重

音位置的不同则直接影响到全句疑问程度的

高低!

六%是非问句的答句研究

不少学者对是非问句的回答方式进行过论

述! 吕叔湘.#F%K/认为"是非问句一般是对整个

命题的疑问"但有时也会集中在某一个点"形成一

个焦点2朱德熙.#F%!/指出"是非问句可以用(是

的+(对+等回答"也可以用(不是+ (不对+回答"

表示否定2刘月华.#F%&/也指出"回答用(吗+的

是非问句时"可以用(是的+(对+(嗯+或(不+(没

有+等表示对问句的肯定或否定!

最近也有些学者开始结合是非问句的疑问程

度来更具体地探讨其回答方式! 例如袁毓林

.#FF&/认为"(吗+字是非问句并不隐含问话人对

所问之事的推测"所以答话人无从同意这种不存

在的推测"不能用(对+来回答2而否定式的(吗+

字是非问句和带有(就#只#连#是+等强调标记的

肯定式(吗+字是非问句对所问之事有所推测"可

以用(对+作答! 郭锐.!"""/则对上述论断进行

了部分修正"他指出中确信度和部分低确信度的

(吗+字是非问句不能用(对+回答"高确信度和部

分低确信度的(吗+字是非问句可以用(对+来

回答!

一般来讲"表示询问的是非问句都需要对方

提供答句"答句则能够反映出发问者的疑问点是

什么"而不同疑问程度的是非问句也往往具有不

同的回答方式2表达意志的是非问句虽然并不期

待回答"但出现在对话中时也常常会得到答案!

因此"把是非问句放到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"从

答句的角度来研究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和功能不

失为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角度! 朱晓亚.!""#/就

曾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疑问句类型与答句之间

的对应关系"建立起了答句的结构模型和语义关

系系统! 目前"对答问的研究还刚刚起步"主要集

中在几种常见的问句之上"因此需要我们做进一

步的研究!

七%结语

正如邵敬敏.#FF$/所说"对疑问句的研究是

一个十分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的课题"这

方面的研究也将对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习得顺序

研究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! 例如对语气助词

采用何种教学模式#儿童各类疑问程度的疑问句

发展顺序研究#留学生各类疑问程度的疑问句习

得顺序研究等.徐晶凝"#FF%2李宇明#唐志东"

#FF#2赵果"!""&/!

目前关于是非问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

进展"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疑问句研究的各个方

面"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和空白之处"

而且涉及的某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索!

例如"过分强调句末疑问语气词的作用"甚至脱离

具体语句孤立地研究疑问语气词的功能"而对其

他影响疑问程度和疑问语气的因素探讨较少

等等!

因此"在今后的研究中"我们应该从一个系统

的视角出发"通过对现代汉语口语语料的调查和

分析"对是非问句进行内部.疑问句构成要素及

其共现或排斥的关系/#外部.研究疑问句的疑问

程度#答句#语境等/#历时.不同疑问句#疑问词

的历史演变及相互的派生关系/#横向.注重不同

疑问句之间的相互比较/相结合的考察"以期在

一个完整的框架内对与是非问句相关的各种问题

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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